
在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朝阳社区，有一位性
格开朗、精通美声和民族唱法的老人，她叫阮怀英，从
小痴迷声乐，57岁开始学钢琴，在老年大学学习乐理9
年，曾参加中国好声音选拔比赛。她是社区文艺活动
的领头人，也是热心公益“大妈”。

▋盛洁 刘亚萍 记者 沈娟娟

从小自学唱歌，57岁开始学钢琴
“小时候家境艰难，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听到广

播放歌曲，就跟着学唱。”阮怀英笑着告诉记者。
阮怀英的父亲曾是部队的文艺兵，拉二胡，吹口

琴，拉手风琴，样样都在行，但父亲工作繁忙，经常去
偏远地区为乡亲们演出，也无暇给予她专业的指导。

十三四岁时，阮怀英还曾几次去城里考艺术学校，
但都因家庭条件被耽搁了，“小时候走到哪里都哼着歌
曲，干活也唱着歌，长辈们常夸我有个好嗓子。”

“钢琴是乐器之王，要学就学最好的，最难的，要
不断挑战自己。”2015年，阮怀英开始学习钢琴，周围
很多邻居朋友都嘲笑她，可她并没有动摇。

认识五线谱、指法的练习，阮怀英从零开始，一点
一点学习。无论课上课下，她都付出比别人多很多的
努力，别人弹一遍，她就要弹三遍。

阮怀英自己还买了架钢琴，方便在家反复练习，目
前一些普通的练习曲，她已经可以很熟练地演奏了。

曾参加中国好声音选拔赛
2008年，阮怀英退休后，她报名参加了合肥市老

年大学的课程，开始学习声乐。每天从家到老年大
学，骑车要 40 分钟，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她
从没缺过一节课。遇到生病嗓子不舒服时，就算不能
开口练习，她也仍然坚持去上课。

2015 年，阮怀英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合肥选拔
赛，她开朗的性格和出色的声音赢得了评委的欣赏，
顺利通过初选。“比赛时唱的就是《党啊，亲爱的妈
妈》，因为父亲很喜欢这首歌，比赛期间，父亲生病住
院，他在病床上看到我比赛的视频，很高兴。”

但是，复选中由于伴奏带的问题，阮怀英没能通
过。“不泄气，只要能把自己最精彩的一面展示出来了
就是成功，有机会一定还会参加，继续挑战自己。”

除此之外，阮怀英还很热心公益事业和社区文化。
每当社区或者学校组织公益活动或社区演出，她都积极
报名参加，在她的带领下，社区还组建了数百人的文艺
队伍。在社区，每逢过年过节，她总是会录制自己独
唱或者弹钢琴的小视频，发给朋友作为自己的问候。

星报讯（董敏 费梦晨 记者 沈娟娟） 在合肥经
开区临湖社区，有一个家庭让左邻右舍都很羡慕，一
家12口人四世同堂，每天吃饭都在一起，煮饭要用大
号电饭锅，每顿至少八菜一汤，得用大盆子装。“年纪
最大的是我的岳母，85岁，年纪最小的是刚刚出生的
孙子。”今年 65 岁的王家增笑着说，因为这个家庭之
间相处融洽，亲朋好友纷纷来取经。

20 多年前，王家增的岳母由于眼疾导致双目失
明，加上年老体弱，卧床不起的她只有靠人照顾。

“老人有5个女儿1个儿子，以前是在几个子女家
轮流生活，后来觉得在我们家生活得最开心、最热
闹。”王家增告诉记者，从2007年开始，老人就常住在
王家增家里。

因为王家增的妻子张礼凤要照顾孙子，所以王家
增就主动将照顾岳母的责任扛过来，“岳母就像亲妈
一样啊！”

每天，帮老人穿衣、洗漱、喂她吃饭，白天陪老人

说话，晚上就由张礼凤侍候老人休息。
除了照顾岳母外，王家增从小热爱文艺，擅长吹

唢呐、打快板、花鼓灯，2009年成立风雷艺术团，队伍
最壮大时人数达百把人，现在还有20多人，每逢一些
重要节日，他还带领艺术团人员参加活动，为群众带
去欢乐。

王家增的家风也感染了他们的儿子和媳妇，三
个儿子之间从来没有红过脸，就连妯娌之间也相处
融洽。

虽然不在一起住，但王家增的大家庭每天三餐都
在一起吃，碰上有人上班的，张礼凤还会把带的饭菜
装进保温桶。

“煮饭用大号电饭锅，每顿至少八菜一汤，得用大
盆子装。”王家增5口人住在一个57平方米的房子里，
岳母睡了一个房间，儿媳妇和孙子睡了一个房间，自己
值班不能回来，张礼凤就在客厅打地铺，“虽然外人看
上去很拥挤，但我们心里觉得很幸福。”

星报讯（高蜜 记者 马冰璐 文/图） 心灵
手巧的王岚是合肥市烟墩街道云川社区远近
闻名的丝网花“达人”，她制作的丝网花十分精
致，热心的她还在社区开设了一个丝网花学习
班，免费向居民们传授制作丝网花的技艺。

五六年前，王大姐开始自学制作丝网花，
“我一边看网上的教学视频，一边尝试着做做
看。”她说，因为自己精通编织中国结，所以学
起来并不难，“看了几遍视频后，就学会了，慢
慢地，越做越熟练，如今，只需要十几分钟便
能做好一朵丝网花。”

学会后，她一有时间便制作丝网花，很快，
家里便出现了“百合”“牡丹”“蝴蝶兰”“向日
葵”等的身影，“都是我做的。”亲朋好友来串门
时看到她制作的丝网花，都夸她心灵手巧。

从去年 10 月起，热心的王大姐还开始在
社区免费开班授课，她的丝网花学习班受到
了居民们的热烈欢迎，“20 位居民跟着我学
习制作丝网花，有些居民的手艺已经可以

‘出师’了。”说起自己的“徒弟”们，她十分自
豪，“她们学得开心，我教得也开心。”

她说，社区不仅免费为丝网花学习班提供
了上课场所，还免费提供了制作丝网花的材

料，“社区这么支持我，我特别感动，所以我一
定会把这个丝网花学习班长期办下去。”

丝网花“达人”
免费开班传授丝网花技艺

热心阿姨组建广场舞队
带领大爷大妈一起“摇摆”

星报讯（孙玮 胡正球 记者 马冰璐）
合肥市蜀山区奥林社区的王玲阿姨特别
喜欢跳广场舞，热心的她不仅自己跳广场
舞，还牵头组建了一支广场舞队伍，带领
大爷大妈们一起享受广场舞带来的乐趣。

王阿姨今年 50 岁，对于广场舞，她可
谓情有独钟，“我跳广场舞有近 10 个年头
了，每天都会跳一会儿广场舞，一天不跳，
就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广场舞给王阿
姨的生活带去了许多乐趣，2009 年，她组
建了奥林广场舞队，“我觉得，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所以组建了这支广场舞队。”

广场舞队刚组建时，仅有七八名队
员，“后来，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
居民加入了我们。”她说，如今，广场舞
队已拥有四五十名队员，其中还有三位
60 多岁的大爷，“我们是红花，他们是
绿叶。”王阿姨笑着说，三位男队员的舞
技也相当不错，“不比我们这些大妈们
差。”

为了带领队员们练好广场舞，王玲一
般会先上网看广场舞视频自学，“我学会
后，再教他们。”除了自学广场舞，她还通
过自学的方式学会了编舞，为广场舞队量
身定制舞蹈动作。

王阿姨说，多年来，为了避免扰民，
他们从不在小区跳广场舞，“不能将我们
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如今，
凭借着娴熟高超的舞技，奥林广场舞队
在蜀山区小有名气，“我们经常受邀参加
演出。”她说，他们还多次参加广场舞比
赛，并多次取得前三名的优异成绩。

“绿植医生”
巧手养出“兰花王国”

星报讯（王甜甜 记者 马冰璐） 在
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琼林苑小区，提起
方龙年的名字，居民们都赞不绝口，他是
远近闻名的“植物医生”“兰花博士”。

61 岁的方大爷年轻时便喜欢养花种
草，尤其擅长种植兰花和救治患病绿植。
他的家里俨然是一个“兰花王国”，“我养了
蕙兰、春兰、墨兰、剑兰等多个品种的兰
花。”说起心爱的兰花来，他显得格外健谈。

人们常说，兰花难养。方大爷说，其
实只要掌握了兰花的习性，养好兰花并不
是一件难事，“我养兰花也是靠多年来摸
索出来的一些经验。”

因为擅长种植兰花，居民们都亲切地
称呼他为“兰花博士”，不管谁在养花过程
中遇到难题，只要找到方大爷，他都会热
心地进行指导，并传授一些种植技巧，“我
特别喜欢跟别人交流养花窍门。”

除了擅长种植兰花，方大爷还精通救
治 患 病 的 绿 植 ，“ 大 伙 都 喊 我‘ 植 物 医
生’。”他笑着说，多年来，经他手救活的绿
植已有上百盆。

居民朱女士家有一盆蝴蝶兰，可不知
为何一直不开花，叶子也越来越干。于
是，她捧着蝴蝶兰找到了方大爷，向他求
助，热心的方大爷随即将这盆蝴蝶兰带回
家，并细心照料。

方大爷每天给蝴蝶兰翻土、梳理根部
并定时追肥，最终，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蝴
蝶兰长出了新的花芽，得知这个好消息
后，朱女士激动得几乎落泪，“多亏了他，
不然这盆蝴蝶兰肯定救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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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自学唱歌 57岁又学钢琴

六旬阳光大妈的文艺人生

20年，孝顺女婿把失明岳母当亲妈


